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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穴洞探幽
●虢郭

建设生态文明
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论述摘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入，生态文明建设地

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

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

要成果。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2012年11月17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

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

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在

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人类的认识是螺旋式

上升的。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

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

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

特别是有些地方，像重金属污染区，水被污染了，土壤被

污染了，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要实现永续发展，必须抓

好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

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

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现在全世界发达

国家人口总额不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

代化，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升一倍以上。走老路，去消

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日-11日）

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

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

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

幸福可言。

《在海南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2013年4月10日）
（未完待续）

汝窑与耀州窑
在宋代著名窑口中，耀州青瓷自成窑系。该窑位

于西安以北100多公里的黄堡镇，古为陕西铜官县（今

铜川县）所辖，隶属耀州，故名“耀州窑”。宋时，黄堡镇

南北沿河十里皆为陶冶之地。产品釉色以青为主，品

种以碗、盘、缸、瓶、洗居多，式样雅朴，质地坚硬，釉色

清润，上有裂纹，尤其图案刻花刀锋犀利，生动优美，

确有“巧比范金，精比琢玉”之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在中国青瓷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五代时耀州窑所生产的瓷器，与唐瓷有许多不同，

已经没有唐瓷浑圆饱满的气势，更多的是趋向瘦削俏

丽。耀州窑与越窑一样，早在五代就烧青瓷。南宋陆游

的《老学庵笔记》有“耀州出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

姚县秘色也”的记载。北宋中期以后，耀州青瓷烧造进

入鼎盛时期，其器型种类之多，在同期南北方窑场中是

少见的。青中闪黄的“橄榄青”釉色更加稳定，装饰手法

及风格也已逐渐摆脱对越窑的模仿而独具特色，装饰

题材丰富多样，有植物、动物、人物、山石云水、几何图

案等几大类约百种。装饰手法以刻花、印花为主，技艺

高超，显示出鼎盛时期耀州青瓷的杰出成就。

北宋末年随汝窑烧造技术逐渐提高，尤其在被定

为宫廷用瓷后，耀州窑开始向汝窑学习并仿制，比如在

黄堡镇遗址中出土的类似汝窑器便是其与汝窑交流的

佐证。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的《中国瓷器》中认

为，北宋时北方在青瓷方面属于汝窑系的，尚有河北

唐、邓、耀州窑等所生产的青瓷器，但皆因“器同汝制而

色不及”。清兰浦所著《景德镇陶录》说耀州窑与宋烧青

器“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饮流斋说瓷》亦

有“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记载。 （九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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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金玉满堂莫收，古人安此尘丑。独以

道德为友，故能延期不朽。

———嵇康

【释义】再多的金银财宝，古人也会安居

于陋室不为之心动。如果以道德来作为自己

的朋友，就能够使自己的精神永远不朽。

【感悟】以德修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追求金钱，应该在道德的前提下，在道德的天

地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安理得，才能理

直气壮。即使我们追不到金钱，也能“君子固

穷”，把我们良好的道德修养流传下去。

158.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

多。

———老子《道德经》

【释义】尽力照顾别人，自己也更为充足；

尽力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

【感悟】给予才能有收获，有舍弃才能有

得到。舍得，舍得，有舍去，才能有得到。在人

生的长河中，人们常常面临着舍与得的严峻

考验。在舍与得、给予和接受的关系中，给予

产生接受，接受又产生给予。这如同有“上”必

有“下”、有“左”就有“右”一样。输出的必定有

回归，给予一定有回报。

159.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
———吕不韦《吕氏春秋》

【释义】天没有出于私心要覆盖的，地没

有出于私心要承载的。

【感悟】守住心灵的绿茵，让奉献之树常

青。有些人以无私的奉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

价值，为社会进步作出巨大的贡献，为世人称

颂。其实还有更多的人，是在默默地奉献自己

的力量。正是这千千万万人的无私奉献，才换

来了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

160.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王充《论衡》

【释义】处在安逸的环境中也不放弃自己
的追求，居于贫苦的生活中也不会忘记自己

的志向。

【感悟】安贫乐道，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品
德。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科学文化瑰宝，都是甘

于为理想献身的安贫乐道者创造的。安贫乐

道，其实是一种有志者的选择，是一种心无旁

骛、积极进取的姿态，而不是消极处世、自暴

自弃的代名词。

161.道德当身，不以物惑。

———管仲《管子》

【释义】一个道德修养深厚的人，他也必
然会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世间复杂纷纭的人和

事。

【感悟】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不会为外

物所惑。俗话说：良田万顷，日食一斗；广厦万

千，夜卧八尺。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

鱼，死于香饵。在名利面前能否持有淡泊之

心、超脱之怀，是判断一个人思想境界高低的

重要标准。立身创业至关重要。

162.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

不居其华。

———老子《道德经》

【释义】大丈夫立身敦厚，不居于轻薄；存

心朴实，不居于虚华。

【感悟】做厚道之人，厚德能载物。厚道是

指心态而不是指形式。土地不厚，承载不了山

川海岳；人心不厚，得不到道义情谊。厚道是

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厚道是以德报怨，以善

报恶。厚道是人性中的真善美。心存厚道，内

心必然质朴。有一个质朴的心，体现出来的，

一定是一个能处处让人感受到亲切的灵魂。

163.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

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道德经》

【释义】没有私欲，可以称它为“小”，万物

归附而不自以为主宰，可以称它为“大”。正因

为他不自以为伟大，所以才能成就它的伟大，

完成它的伟大。

【感悟】谦虚谨慎，便会富有人缘，获人拥

戴。谦虚谨慎是做人的一种态度，是一种美

德，能使人学到他人的长处，使人冷静思考。

这对一个人的立身创业至关重要。唐代吴兢

在《贞观政要》中说：“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

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

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谦虚谨慎，

低调做人，恭敬和气，心淡人静，知进知退，便

会富有人缘，获人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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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爷洞

对风穴洞的探寻，算来已有数次，距离第

一次探幽，也有二十年的时光了。

二十载的日子里，曾经在梦中多次神游

那个未曾解开最后面纱的洞穴。而其中的疑

团，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刚刚在《汝

州晚报》做记者不到一年。当时世人皆传“风

穴寺东风穴山间有一大壑，壑中有一大洞，名

曰风穴洞。每有阴雨将至，则洞之上方云雾缭

绕，十分奇妙”。为了验证民间传说，我和另外

两名同事携带手电筒、相机等工具，决定去风

穴洞一探究竟。

去之前做了充足准备，甚至考虑到洞内

可能有蟒蛇或者野兽藏匿，还专门携带了水

果刀等防身武器，并与医院、公安部门事先取

得联系，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当时风穴寺尚不通公交车，我们一行三

人骑着摩托车来到风穴寺山门前，在向导的

指引下，沿着柏木葱葱的风穴山向山顶攀援

而上。

过山顶，向导指向东侧山脉半山腰的一

个洞穴告诉我们，那就是传说中的大风穴洞，

也叫狼洞。看到我们的迟疑，向导快人快语告

诉我们，此洞过去因为地处偏僻，周围全是森

林，而且由于里面有两间屋子大小，确实有群

狼居住，不过现在早已没了狼迹，大可放心。

尽管向导如此告知，我们还是担心里面有狼

虫出没，互相壮着胆向洞穴进发。

自风穴山山顶迤逦东南顺坡而下，因人

迹罕至，正旺的蒿草、荆棘没腰深，放羊人踩

踏的一条小径也是时有时无，不时有卧藏的

山鸡惊飞，扑棱棱的声音令人也猛然一惊。毒

辣辣的太阳不一会儿就烤得浑身汗淋淋的。

印象中，洞前有一块半圆形平地，当地人

告诉我，原先此平地也属于洞内一部分，由于

谷底的采石场开挖山石，导致洞体外侧塌陷。

我们换上带来的旧衣服进入洞内，用手

电筒照耀黑魆魆的四周。洞口处还较宽敞，弯

腰即可进入，洞底是一块倾斜达六十度左右

的岩石，凸凹不平，洞顶属石灰岩结构，可以

明显看到渗水形成的一个个狼牙状的小型钟

乳石。人需要贴着洞底向上爬行，越往上爬

行，洞顶距离洞底愈窄，脊背不时触碰到洞

顶。

这样爬行约十米远即到洞底，借着手电

筒的亮光，我们发现，在洞底有一个向下延伸

的竖洞，直径大概有二三十厘米，用手电往洞

里照去，光线渐渐被黑洞吞噬，不知有多深。

因洞口太小，人根本无法进入。同伴找来一块

山石投进去，咣当咣当的声音渐渐消失，似乎

很深的样子。想到史志中记载这个洞通往数

十里外的钧（禹州）密（新密），只得稍做休息，

退着爬出洞外。

洞外骄阳似火。洞内却甚是凉爽，似乎冰

火两重天。

彼时因为青葱，对汝州历史知之甚少，

并未考察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时隔二十年后，许是机缘巧合，在鸿志

兄的邀请下，汝州作协组织九位文友再次考

察风穴洞与风穴寺的因果关系。

鸿志兄是一位治学严谨、热衷于汝州文

化历史遗迹考察的贤长。初春的汝北大地，

白杨吐穗，垂柳新绿，蒿草染青，百转千回的山

间公路旁，油菜疯长，蠓虫初舞，空气中氤氲着

萌发的气息。和煦的风儿，宛如一曲宛转悠扬

的古琴轻轻弹奏，熨帖得心里柔美如花。更有

鸿志兄妙语如珠的讲解在耳旁环绕，如闻韶

乐。

鸿志兄历时二十年的研究，遍寻明清《汝

州志》、汝州名人任枫和屈启贤撰写的《风穴志

略》《风穴续志》、沈括的《梦溪笔谈》、史书《世

本》、《太平御览》《楚帛书》等古文献中关于风

穴洞、风穴寺的记述，并且数十次深入现场考

察，采访山间老农，其治学精神诚为可嘉矣。

其关于风穴寺与风穴洞的论断，剥丝抽

茧，去伪存真，窃以为，实有重大参考价值。鸿

志兄认为历代史书记载中关于风穴洞能起狂

风、预测天气、直通钧密的说法，完全是历代人

云亦云、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的道听途说罢了。

风穴寺（白云禅寺）也并非因风穴山上所谓神

奇的风穴洞而得名，而是因为风穴寺内有风姓

氏的女娲曾在此穴居，后人在此建有女娲宫而

来。同时据他考证，因为女娲在此山居住时

“观测风雨”以定四时，并抟土造人（有湖南长

沙出土《楚帛书》为证），后人将她居住过的“石

穴”修建成宫观，用以祭祀女娲，祈子求福。

因他的不懈实地考证，似乎揭开了史书中

关于贞禅师与开元寺、风穴寺的种种谬传。唐

玄宗开元元年，佛教天台宗高僧张贞到风穴山

游历，被风穴山的绝妙风水所吸引，决定在山

中建寺落脚，谁料走到跟前才发现此处已有道

教宫殿风奶奶女娲宫，只得在距离女娲宫东三

里的东峰之下创建了三间佛殿。此佛殿东邻

深壑，无法扩大庙宇规模和自己晚上歇息，张

贞便在殿后土崖上掘洞，作为自己和徒弟们的

住处。有学问的张贞把新建寺院取名“开元

寺”。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八十四岁的贞禅

师圆寂，弟子遵循遗嘱将其火化后“得舍利子

数千粒”收藏。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颁诏“敕诸

州郡各建一大寺，曰开元寺”。此时汝州官府

上报，汝州早有一座开元寺。唐玄宗甚感惊奇，

问明情况后认为贞禅师有先见之明，遂赐封他

为天台宗“七祖禅师”。后贞禅师的弟子在女

娲宫遗址上修建七祖塔，之后历经坎坷，于大

中十三年（859年）4月在七祖塔左后方建成佛

殿，将七组塔内贞禅师的舍利子取出一部分放

入新修佛殿的佛像之中。新寺建成后取名“白

云禅寺”，也就是如今的风穴寺。

而如今夷园的位置，早在北魏初期就建有

香积寺，亦称千峰寺，与北面一箭之隔的白云

禅寺毫无牵连。香积寺的兴衰与兵火战乱有

关，更与释道两宗的此消彼长有着深深的渊

源。

春行青龙风穴山麓，有鸿志兄一路的娓娓

道来，更感山路之短，不知不觉已达风穴山东

麓盆状山口。

观此山口，如布囊，如罗圈，如葫芦，只留

一米宽的碎石山道通往外部，环山虽不高，却

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精要。

早已废弃的采石场一片寂静，忽然被一群

扛着猎猎红旗、欢声笑语的突然到访者所打

破。惊飞而起的山鸡，令我不由得想起李清照

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争渡，争渡，惊起

一滩鸥鹭”的妙趣来。

一行人俯身蜿蜒爬行山口东侧山脉，终于

来到世人所传之大风穴洞。二十年的风雨剥蚀

与采石所毁，洞外的那个天然石棚早已荡然无

存。人是物非，似曾熟悉的场景令我不禁慨然。

不仅于我，就连多次考察过此洞的鸿志兄

亦对眼前变化的一幕有点认不出来。

借助手机微弱的灯光，我和文友桂霞兄弯

腰进入洞内，倾斜而上的洞底部岩石不知什么

时候被人为凿了几个脚窝，更加方便攀爬。十

来米深的洞，我们很快爬到洞的最深处，依旧

是那个深不可测的竖洞，与二十年前似乎没有

多大变化。没有了上次探险时的恐惧感，我用

手机灯光照耀洞顶，那些小钟乳石依旧密密麻

麻分布其上。

竖洞里黑咕隆咚，我仔细探究，觉得竖洞

里并没有空气流动的迹象，看来史书中此洞与

外部相通、直通钧密的说法真的是以讹传讹，

由此推断鸿志兄的数次考察真实可信。

爬出洞外，我和文友们商量着在洞口内燃

放杂草，借以进一步验证风穴洞是否另有出口

的史传。此洞周围的风穴山如今已辟为龙山森

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松柏遍植其上。为了防止

火灾发生，我们从周围捡来枯枝败叶，小心翼

翼点燃，有意压住火焰，以便产生更多的烟雾，

观察烟雾的走向。

观那烟雾逐渐在洞内聚集，渐渐变浓，尽

管外面有风吹进洞来，烟雾却依旧沿着洞口的

顶部崖壁向外飘散，由此看来，大风穴洞真的

没有另一个出口。

想到一年多前，某中央级媒体来汝采访，

为了验证风穴洞另有出口的说法，竟然在距离

此洞三里远的东山一个小洞内提前布置好枯

草和烟火，然后在此洞点火，用手机通知那边

同样点起草火，以此验证史书上风穴洞的神奇

之处，实属荒谬可笑之举。

下得山来，一行人继续顺着山间公路东

游。穿过白马村村部，绕过一个山头，但见彩旗

飘飘，土崖上窑洞星罗棋布，鸿志兄用手一指，

豪情溢于脸颊，开元寺旧址到了。

高高的土崖下，一间建筑还算精致的窑洞

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的塑像。此洞名为“佛

爷洞”，洞前的石碑撰文称此洞初建于东汉初

平元年，重修于2017年农历腊月初八。关于佛

爷洞的来历，此种说法，余以为不足为信。

在佛爷洞右侧的土崖上，有经过人为开掘

的窑洞的洞壁遗迹以及粉刷的白灰一块，清晰

可辨。据鸿志兄考证，此处为贞禅师所建开元

寺“三间精舍”遗迹。

洞壁遗迹及白灰

在开元寺东南侧的沟内，当地老人证实，数

十年前确有小风穴洞存在，洞深数尺，系崖壁渗

水不断冲刷而致，后来洞逐渐坍塌，如今已难寻

遗迹。幸有洞前二十多米外一孤峰留存。

从远处观此峰，高不过六米，然处在低洼

的河道内，竟有危峰独立之妙。一行人穿过一

片果园，避开丛生的圪针林，登上此峰，竟然发

现此峰的最高处，一块岩石中央天然形成一个

蒜臼模样的凹槽，圆润如满月，仿佛人工雕琢

一样精致。此即史书上记载小风穴洞前“古砚

台”。据说砚台南侧岩石上曾有天书一字，不知

何时已被人盗挖。

站在古砚台旁，环顾四周，河道内白杨入

云，枝条柔嫩，东侧河岸上翠竹丛生，微风袭

来，似乎有无数天仙在竹林内窃窃私语，尚未

披绿的东山则更显得连绵不绝。西北侧，佛爷

洞若隐若现，宛若参禅打坐的贞禅师一样令人

不可揣度。

公路上不时有车辆和行人通过，一时喧

哗，一时宁静，世间冷暖沧桑，似乎在这平凡的

来来往往中得以完美阐释。

遥想上古时期的“大地之母”女娲，遥想为

了祈子求福在风穴山间建造女娲宫的汝州先

民，遥想殚精竭虑在东山建造开元寺的贞禅

师，遥想费尽心思建造七祖塔和白云禅寺的僧

众，遥想数次重修却至今难觅踪迹的香积寺，

忽然觉得，许多的历史仿佛都在一遍遍被重

演，又仿佛一次次被湮没，正应了那句“古今多

少事，都付笑谈中”。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许

多的往事，因为岁月的剥蚀，因为人事的搬弄，

早已无法还原彼时的真实。哪怕我们后来者费

尽心思，也只寻得片砖断瓦。所谓揭开历史谜

团，也只是我们心中美好的愿望罢了。

忽然清风袭来，混合着翠竹的清香和杨柳

的苦香，令人心头猛然一振。由此悟到，在这美

好的春风里，与文友同游切磋，无论是否揭开

历史谜团，亦为最大的收获了。


